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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创新能力的高素养应用型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内众多高校在税法课程教学改革中累积了大量经验。在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怎样充分体现出税法

课程对培养会计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税法课程教学改革，满足新时代下社会对会计人才的现实需要，是一项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阐述新时代税法课程特点，并针对当前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税法课

程教学改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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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ax law cours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Abstrac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who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Tax law cour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For a long time, many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reform of tax law courses. Based on the training goal of applied talents, how to fully reflect the 

important role of tax law courses in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in accounting majors,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ax law courses, and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account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e problem. To this en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x law course in the new era,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measures of tax law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ax law cour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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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税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也对相关人员

税法知识和纳税实务操作能力要求逐渐提升。税法课程作为会计专

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之一，注重理论和实践并重，也是培养高素养技

能型会计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1]。然而目前税法课程教学中依然存

在者过于注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的现象，同时教学模式单一、“双师

型”教师资源缺乏等问题日益凸显，导致整体教学水平不高，所培

养的人才也和社会现实需要不相符。在面临税收新形势以及社会用

人需求日渐多样化情况下，加强税收课程教学改革，培养掌握扎实

税收理论知识，并且具备较强税收实务操作能力的财会专业人才，

是现阶段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迫切需求。 

一、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模式单一 

首先，现阶段税法课程教学仍以理论知识为主，往往采取单纯

“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课堂教学氛围枯燥乏味，教学内容难

以对学生产生足够吸引力，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因此在学习知识

后也会很快遗忘，并且对于所学知识也无法进行灵活运用。其次，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引下，全国范围内诸多高校积极探索转

型发展道路，进一步减少理论学时，加入实践教学内容。而随着理

论学时的缩短，也导致许多教学方法难以充分开展。在有限的学时

内向学生讲解全部多达 19 个税种难度较大，也难以向学生全面深

入的讲解各个知识点[2]。教师为了完成教学大纲要求只能不断加快

教学进度，因此缺少足够的时间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小

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2）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税法课程具

有显著的实践性特征，然而目前税法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仍然较为薄

弱。首先，校内模拟实训环节比较缺乏，大多数高校并未在校内建

立电子报税实验室，纳税申报通常只是其他实训环节的其中一项内

容。部分学校尽管建设了独立的电子报税实验室，但是对于软件运

用以及实验资料的选择仍有欠缺[3]。并且加上税法时效性特点突出，

持续存在着更新变动的现象，许多学校模拟实验室并未及时更新维

护电子报税软件。也就导致学生在开展报税模拟实训时面临软件内

容滞后，和当前法律政策不一致，最终对实训成效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提升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环节的比例，

许多高校积极探索实践教学模式，然而目前税法课程顶岗实习依然

面临着诸多困难。从企业角度来看，纳税申报工作尤为关键，要求

相关人员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充足的实践操作经验，能够灵活处理

企业中各种复杂税务。而学生由于上述能力明显缺乏，因此许多企

业不愿接纳学生实习。 

（3）“双师型”教师资源缺乏 

伴随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的推广，对于教师专业能力要求不断

提升。“双师型”教师指的是同时具备扎实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教

学能力的教师，同时拥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可以带领学生开展

基本实践[4]。然而目前，许多学校税法教师通常是毕业后直接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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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岗位开展教学工作，没有或者很少参与企业纳税申报等实践工

作中，不能全面认识到企业实际工作的税务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

实际税法问题，严重缺乏相关税务实践工作经验。 

二、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税法课程教学改革 

（1）转变税法课程教学方法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税法课程教学改革，需要对现有课堂教

学方法进行变革创新，突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的束缚，将案例式教

学法、情景教学法合理融入到课堂教学环节。并积极开发税法第二

课堂，引导学生开展税法辩论赛等活动。通过此类方法调动学生参

与税法课程的积极性，培养对税法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而由于此

类教学方法的运用需要占用大量课堂教学时间，因此需要对各种教

学方法进行有效协调，让学生真正意义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来。第一，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教和学两者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离不开学生学习方法的同步

转变。由于当前税法课程学时有限，将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应

用于课堂教学中势必会挤占课堂教学时间，一定程度影响教学进

程。为有效解决这一冲突，需要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于税法

课程中各个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等内容，采取学

生自学的方式，组织学生分组讨论[5]。而对于延伸的知识内容，例

如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计算等知识，则由教师在课堂进行讲解。

第二，需要教师精心挑选相应案例。教师结合学生考取会计从业资

格证以及初级会计师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科学合理的安排教学

内容。同时选取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和经济时事新闻中具有代表性的

案例，吸引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在教学前提前将

案例发放给学生并提出对应问题，要求学生结合问题进行查找有关

资料。课堂教学时由学生进行回答、讨论，最后由教师根据学生问

题回答情况进行总结评价，对学生存在的疑问进行解答。第三，伴

随近年来税收愈受到政府重视，以及税收改革的全面推进，在国家

税务总局的领导下各种大学生税法辩论赛广泛开展，应该积极引导

大学生参与其中，拓展个人税法知识。 

（2）完善税法课程实践教学环节 

首先，学校应该提高对税法课程实训教学的重视程度，大力建

设校内税法教学模拟实验室，为全面提升税法课程教学质量奠定基

础。在模拟实验室中配备相应的税法实验资料、税务软件、税法教

学视频等。结合当前社会实际情况选择税务软件，做好软件的维护

和数据更新。在开展模拟实训期间，组织学生根据岗位不同分别扮

演不同角色，包括税务人员、税务会计等，不断模仿演示税务登记、

纳税申报、纳税鉴定、税款缴纳等实际涉税业务，促进学生实践操

作能力的持续提升[6]。其次，大力建设校外实训基地，针对和学校

开展合作的企业，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为了确保学生

税法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与实际工作需求向符合，单纯依赖于校内

模拟实训远远不够，需要鼓励学生走出去，深入企业开展实践锻炼，

面对面接触税务业务。但目前许多企业由于担心学生定岗实习时造

成财务资料出错或者财务信息泄露等风险，因此接纳学生实习的意

愿不高，也导致校外实训更多的流于表面形式，学生难以真正意义

上得到锻炼。鉴于此类情况，学校、企业、学生三者之间应签订保

密协议，同时政府部门对于接纳学生开展实习的企业应给予相应的

税收减免优惠，站在企业实际利益角度，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学生

实习中。 

（3）大力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 

首先，支持鼓励校内青年教师“走出去”，进入企业真实岗位

中开展实践或挂职锻炼，进一步熟悉、掌握税法实务工作流程，不

断累积实践经验。教师应该带着实际任务进入企业进行实践工作，

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提升自身教学能力，树立良好的工作态

度。学校也应该对深入企业锻炼的教师给予相应保障，适当减少教

学工作量，或者将企业实习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一项参考依据。其

次，为了保证学生税法理论知识和税务实践工作紧密联系，学校可

以邀请会计事务所、税务事务所等机构中具有大量实践工作经验的

专业人员来校承担兼职教师的职责，向学生讲述真实的税务实务问

题，不断培养学生对税务事务的处置能力。学生通过此类专业机构

或者平台，能够切身接触到大量的真实税务案例，丰富实践教学内

容，进一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全国高校转型发展全面推进，为进一步契合应

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针对税法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需要结合学

生差异化情况，紧紧跟随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完善现有教学模式和

教学方法，加大“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提升税法课程教学

整体质量，从而为社会输送兼具理论与实践的优秀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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